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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雲南人
民出版社，2024年）的最後，主編

葛兆光提到，19、20世紀之交，隨着關於
世界歷史的書如《萬國通史》《泰西新史
攬要》在中國出版，人們開始認識到，讀
書人應 「視萬國當一家」 。從那時至今，
又是一百多年過去了，不論是歷史本身還
是人們關於歷史的認識，又發生了許多新
的變化，其中包括人類社會全球聯繫的新
形態以及全球史建構敘述的新方式。《從
中國出發的全球史》這套書便是中國學者
在這個問題的新成果。

《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是一套 「大」 書，這
不僅是指其篇幅之大，更是指其觀念之大。全書體
現了一種大歷史觀，即以 「全球」 的視角看待和敘
述歷史，用葛兆光在 「總序」 中的話來說，就是
「讓歷史超越國家」 。需要注意的是，此處所說的
「歷史」 並非真實發生過的事件組成的歷史，而是
指對歷史的敘述。

跳出時空看歷史
歷史總是在時空之中的，本書所做的卻是反其

道而行之。假想跳到太空之中、跳出時間之流，擺
脫了 「身在此山中」 的時空束縛， 「尋找一個籠括
全球的、聯繫的、互動的、交往的歷史」 。

當然，三百六十度無死角看歷史，事實上是不
可能的，任何歷史學家都只能站在某個角度看全球
歷史，那麼，最合適的角度是什麼呢？作為中國
人，當然是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因此，《從中國
出發的全球史》蘊含了兩個最基礎的觀念，一是承
認全球史必然是特定視角中的歷史，二是作為中國
人應當了解或學會立足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片土
地觀察人類的歷史。這無疑是一種文化自信和全人
類共同價值相融通的理念，也是在全球化時代走向
復興的中華民族所給予中國人的思想財富。

應該說，本書的不同章節都貫穿了上述理念。
比如，講到人類食品的變化時，作者從中國歌曲
《茉莉花》講起。在歐洲歌劇《圖蘭朵》中，這首
歌是作為中國象徵出現的，但茉莉花並不是中國土
產，而是來自南亞的物種。再如，講到全球商品交
換和貿易時，作者選擇了六種商品，即絲綢、瓷
器、香料、糖、茶葉、紙張，這些既是全球性商
品，又與中國關係密切。絲綢、瓷器、茶葉、紙張
都源於中國；香料的主要產地在西亞、南亞和東南
亞，但中國是主要消費國、進口國；糖也是舶來
品，但在發明了黃泥水淋脫色法後，生產的高質量
白砂糖在國際市場上大受歡迎，在孟加拉語中，白
砂糖名為cini，意思就是 「中國的」 。而且，這六
種商品在實用價值之外都附着政治、社會和文化元
素，後者則構成了全球聯繫的 「結構性」 原因。通
過書中這些具體的闡釋，我們可以更直觀地感受中
國與世界的互動以及這種互動的全球史意義。

找到全球史的內在聯結點
這部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就是這樣一部既見

「人」 也見 「物」 的歷史，並通過對 「物」 的考
察，鈎沉歷史中的人是如何聯繫起來的，而全球民
眾的價值觀念、生活品質和物質條件又如何在這種
聯繫中互相影響，最終深化了世界的一體化程度。

全書共講了六個主題，分別是 「人類與文明：它的
起源與彼此聯繫」 「全球史中的帝國、戰爭與移
民」 「商品、貿易與物質交換」 「宗教與信仰」
「疾病、氣候與環境」 「大航海之後：交錯的全球

史」 。從篇章結構就可以看出，本書雖以 「史」 為
名，卻不按 「套路」 出牌，沒有像一般的史書那樣
以時間為序敘述歷史，而是挑出了使全球聯繫在一
起的若干因素，以此為結點，勾勒出全球史的概
貌。於是，那些熟悉的歷史事件便可以讀出新的意
味來。

比如，明清易代的故事在很多書上都可以讀
到，但在全球史的視野下，可以有更廣闊的解讀。
崇禎自縊於煤山的1644年，地球的另一端，英國的
國王軍隊正和議會大軍作戰，而就在多爾袞進入北
京的第二天，英國國王查理一世的軍隊兵臨利物浦
城下，幾天後從議會派手中奪回了這座城市。在歐
洲大陸，從1618年開始的 「三十年戰爭」 已經進行
到第二十七個年頭。事實上，在十七世紀的大部分
時間裏，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深陷於戰火和混亂之
中，許多國家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饑荒、經濟衰
退、物價上漲、死亡率上升，以及遍布全球的革
命、戰爭、政變、改朝換代，以至於英國歷史學家
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用 「17世紀的普
遍危機」 來描述這一時期。據研究，1635-1666年
這三十一年裏，全世界大規模的叛亂和革命發生了

四十九次，1640-1650年這十年間，世界損失了三
分之一的人。那麼，這種危機從何而來呢？書中提
出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氣候變冷即所謂小冰期的到
來。從中國明代的情況來看，萬曆之後各種自然災
害史不絕書，相伴的便是此起彼伏的民變。當然，
歷史事件不能簡單歸之於環境決定論，但氣候和環
境這一具有全球意義的尺度，卻為我們跳出一族一
國的局限理解歷史提供了新的可能。

再如，談到全球史我們總會先想到大航海，但
本書專門分析了12-14世紀即所謂 「蒙古時代」 ，
認為這一時期是 「全球聯結時代」 的開端。在成吉
思汗崛起之前的歐亞大陸四分五裂，而蒙古帝國建
立了一個 「世界體系」 在很多方面把歷史帶入超前
的時代。蒙古帝國衰亡後，歐亞大陸的聯結大幅倒
退，世界又出現 「東是東，西是西」 的局面，直到
大航海時代的到來。這提示我們，在大航海時代之
前，人類已經有了幾次全球化的浪潮了，不能以單
線前行的思路想像全球化，挫折、曲折甚至倒退，
都是全球史的組成部分。因此，理解全球化及其相
關的爭論，更應看到其本質是全球聯繫的方式和結
構之爭，是不同國家在聯繫中角色和位置之爭。有
了這樣的歷史知識和觀念打底，再看這幾年暗潮洶
湧的 「逆全球化」 ，相信會有更清醒而理性的判
斷，而這也恰是閱讀包括本書在內的史書的意義所
在。

得「新閱讀」風氣之先
《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共有三卷，長達1500

多頁，但讀起來並不枯燥。這一方面由於前文所
說，書中建構了一個井然有序的敘事結構，讓閱讀
之旅始終穩定行駛在作者關於全球史的理論見解的
軌道，在豐富而有趣味的歷史事件中逐漸窺見人類

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和發展聯繫的歷史進程；另一方
面則是由於本書採取了一種新的體裁。

全書分為六 「季」 ，每一 「季」 再分若干講，
每講有總結，還有 「番外」 。沒錯，這正是當下流
行的知識付費產品的敘述體例。事實上，這套書是
2019年至2021年 「看理想」 中音頻節目的成果，
可謂得網絡時代 「新閱讀」 風氣之先。而且，和一
般的大學講課稿整理成的書不同，本書的最初對象
是社會聽眾，又是從聲音形態轉化為文字的，因此
口語風格更加明顯，也更符合聽覺接受的邏輯，即
書中對某一個主題的講解都注重了邏輯推演和快速
閉環的要求。

特別是每一季最後的 「番外」 ，內容主要來自
於對聽眾提問的回應，起到了深化本季主題的作
用。比如第一季 「人類與文明：它的起源與彼此聯
繫」 的 「番外」 中，針對聽眾提到的如何證明考古
發現的古城就是神話裏的特洛伊，書中專門介紹了
瑞士考古學家福雷爾（Emil Forrer）對赫梯文泥板
文書的解讀，以及相關的專著和紀錄片，進而討論
了傳世文獻和考古發現是否可以以及如何互相印證
這一史學理論問題，最後指出考古學存在 「自己的
古史系統」 。顯然，這些內容給予讀者的已經從
「魚」 走向 「漁」 ，不但有助於理解特洛伊，對於
理解我國 「夏朝」 的歷史記載和二里頭考古發現之
間的關係也有方法論的啟發。

或許你還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劉
歡和莎拉．布萊曼深情演唱 「你和我，心連心，永
遠一家人」 ，或許你曾為1936年魯迅先生去世前一
個月寫下 「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
關」 而感動。實際上，與外界建立聯繫──不論是
物質交往還是心靈溝通──可能是深植於人類天性
之中的永恆願望。對於作為歷史創造者和書寫者的
人類而言， 「萬國一家」 或者說創造真正的全球
史，既是一種深切的期盼，也是現實的進程。那
麼，讀一讀《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吧，相信你對
此會有更深刻的體會。

萬國一家
過去、現在與未來
——《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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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21世紀》

魯金以其研治
香港地方史的功力，

透過大量古籍文獻、歷
史檔案，輔以實地考
察，追溯城寨變遷的歷史
軌跡，由九龍之得名、城
寨戰略地位及建城始末，
縷述至城寨在黑暗時期的
實貌、各街道命名的緣
起，層層揭開其神秘面
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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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和
言論的

政治審查（1842-1997）》

今天，法治已經成為
香港人的核心價值之一。部

分人以為香港的言論自由與新
聞自由在英國管治下更有保
障。作者反對這種建基於錯誤的
歷史觀說法，並透過分析各種解
密歷史檔案史料，對於英國在香
港的法律制度提出新的詮釋。

本書將馬凱碩
近年發表的文章、演

講與採訪集結成冊，並
分為四個部分，剖析西
方社會政治體制的內在危
機： 「西方主導世界時代
的終結」 、 「亞洲的復
興」 、 「中國的和平崛
起」 及 「全球化、多邊
主義與全球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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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葛兆光主編，雲南人
民出版社。

▲《萬國通史》
分為《前編》、
《續編》、《三
編》。

南京理工大學
圖書館

◀《泰西新史攬
要》書封。

▲茉莉花並不是中國土產，而是來自南亞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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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 新華社


